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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N A 标记超顺磁性氧化铁粒子的磁共振增强试验

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 医院影像中心 (5 10 5 15) 许 乙 凯 刘杏元
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(5ro 5 15) 张嘉宁

【摘要】 目的
:

评价 DNA 标记超顺磁氧化铁粒子 (D入A
~

SPI O) 对大鼠肝炎性假瘤 的强化作用
。

方法
:

从猪脾

中提取 D NA
。

在合适 PH 下与 51
〕

0 结合
,

制备出 D NA
~

51)10; 用弗氏完全佐剂建立 大鼠肝炎假瘤模型 (
n = 8 ) ;观察

DN A
一

SPI O 对肝炎性假瘤的增强作用
。

结果
:
注射 D N左sPI O( 2 I11 g Fe / 只 )

,

正常肝组织 MR 信号明显下降
,

与瘤灶的

较高信号对比更加清晰
。

结论 : D NA- SPI O 对提高肝脏瘤灶的早期检出水平有重要价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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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顺磁性氧化铁粒子 (S PI())的核心成分是纳米级

Fes 仇
,

能有效地缩短肝脾 的 咒 弛豫时间
,

对提高肝癌

诊断水平颇有帮助 [ ‘
,

“1
。

一般 sPI O 均选用右旋糖醉
、

白蛋 白
、

淀粉 等作 为标记 物
,

从 而提 高 SPI O 的水溶

性叫
。

采用生物大分子 DNA 作为包被物 尚未见正式

报道
。

本文作者尝试制备出 D NA 标记的 SPI O
,

并观察

其强化作用
。

混合
,

调 PH 至 8
.

0 左右
,

超声波声振 3 次(每次 305
,

输

出功率 60 司
。

加入 20
1 119 / rnl BSA 0

.

5而
,

封 闭 sPI O 粒

子表面残留未结合位点
,

移人 0
.

01 Mol / L 的 H EPE S 液

透析
。

用 PE G 。以刃 浓缩至含铁量为 Z m 萝e/ 耐
,

4℃ 保

存备用
。

D N A
一

SPI O 透视 电镜形态见图 1
。

大鼠肝炎性假瘤的建立及 D NA
一

SPI O 增强试验

D NA
~

5 1
〕10 的制备

DNA 提取参见文献闭
。

基本过程如下
:

蝇 新鲜猪脾

脏
,

反复捣碎后
,

离心收集沉淀 (细胞核 )
,

加人 1
.

71
11 . 〕l/ L

Na C1 4 ℃过夜溶出脱氧核糖核蛋白 ;重复 4 次氯仿
一

异戊醇

除去蛋白
,

离心后收取上层液
,

乙醇沉淀出 ONA
o

D NA
一

SP IO 制备 将适量 Fe CU 和 Fe C砚 混合
,

滴

加 NaO H 液后
,

即生成 的 SPI O (呈 黑 棕色 沉 淀 )
。

用

0
.

ol M / L H CI 洗 2 次后
,

移人含 ro n lMol / L 的 H EPE S 缓

冲液 (PH 7
.

4 )
。

用经典的邻二氮菲分光光度计法测量

铁量 [ 5〕
。

取 4而 sPIo 液 (含铁量 13 m g )
,

与 0
.

6嘿 DNA

雄性 sD 纯系大 鼠 8 只
,

体重 2 50 ~ 300 9
,

由第一军

医大学试验动物 中心提供
。

腹腔 内注射 40
11 1
岁k g 苯 巴

比妥麻醉
,

上腹正中切开进腹
,

用弗 氏完全佐剂 (由石

蜡油 4
.

5而
,

羊毛脂 3
.

0而 和卡介苗 90 mg 充分乳化而

成 )0
.

3而 / 只注入大 鼠肝脏深部
,

ro 天后 形成肝炎性

假瘤模型
。

用我 院全身 MR 仪 (德 国西 门子公 司 Vi sion p lus
,

1万1蕊la 成像系 统 )进行
r

li】d x
, 一

SE 扫描厂n F TE 分别 为

笠习玉
1‘/ 2压

IE 和 么刃o lE / 沁
IE ,

层厚 5 n l l】
,

采集矩阵为肠
x

肠
,

在获平扫像后
,

从大鼠舌下静脉注人含铁量为 力1妙讨

只的 1)NA
~

SPI(〕
,

刃分钟后按上述参数重新扫描
,

获增强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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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肠子宫 内膜异位症 X 线诊断

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 医院放射科 (43 00 30) 刘贤富 刘建斌 罗锐 李竹笙 张宇峰 潘初

【摘要】 目的
:
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常见病

,

不 少病例有结肠受侵
。

本文旨在分析总结 结
、

直肠子宫内膜

异位症的双对比造影表现特点
,

以 助于与结
、

直肠的其它疾患的鉴别
。

方法 : 对 17 例 手术
、

腹腔镜病理证实的子

宫内膜异位症的钡灌肠异常表现进行 了回顾性分析
,

其中 5 例无肠管受侵
,

仅单纯外压肠管
,

其余 12 例均有肠管

受侵
,

其中在横结肠腔内外形成肿块 1例
,

围绕直肠扩展 2 例
,

直
、

乙状结肠装
、

肌层与肿块粘连 4 例
,

粘膜下形成

肿块 5 例
。

结果
:
结

、

直肠子宫内膜异位症钡灌肠表现有 5 种类型
,

其 中过半数病例有粘膜下 息肉样结节或肿块

及局部粘膜皱缩
。

结论
:
结直肠子宫内膜异位症 X 线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

,

结合病史特点
,

X 线可以提 出诊断
,

但

必须与转移瘤
、

盆腔炎症等鉴别
。

【关键词」 子宫内膜异位症 结肠 x 线诊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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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
。

该病累

及结肠者并不少见
。

但钡灌肠检查诊断报导甚少
,

国

内尚未见该病 X 线诊断较详细 的研究报告
。

本文 目

的在于提高结
、

直肠 子 宫 内膜异位 症 X 线 特征 的认

识
,

以助于与其它结
、

直肠疾病的鉴别
。

材料与方法

临床资料 搜集我院 19 88 年 1 月至 199 8 年 10 月

经手术及 / 或腹腔镜病检证实
,

大肠钡灌肠检查有异常

改变的子 宫内膜 异位症 17 例
。

年龄 28
一
40 岁

,

平均

33
.

6 岁
。

其中 5 例做过纤维结肠镜检查
,

10 例做过盆

腔 B 超
。

临床主要表现有
: 痛经 (ro 例 )

、

下腹痉挛痛

(7 例 )
、

经期前后大便坠胀 (8 例 )
、

间断腹泻 (5 例 )
、

经

期大便带血 (2 例 )
。

结肠钡灌肠检查 大肠钡灌采用低张气钡双对比

造影技术
,

直肠部常规摄取左侧卧位及仰
、

俯卧正位点

片
,

如直肠部钡液过多
,

应采用膝胸卧位使之引开或用

导管排出而后再注人充足气体
。

等牢固结合 ; 3
.

由于 D N A 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
,

因而

D NA 标记的 sPI O 有可能具有更好的生物相溶性
。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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